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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清晨，因为一群人

朝阳，不再是点燃晨曦的唯一

百鸟鸣唱，婉转而嘹亮

引导方队、红旗、战车、鲜花

以及憧憬和喜悦，一一受阅于

由一座城楼

一座英雄纪念碑构成主体的

真正属于人民的广场

受阅于连接广场并通往世界的

那条十里长街

铁流滚滚，磅礴而来

一一点燃，同样充满激情的十月

所有与火炬同义的比喻

和所有能开的鲜花

都在这一刻，绽放自己的所有

让所有自豪，傲然

遍布于，丰饶而富足的大地

仿佛那些

与崛起相对应的豪迈的诗句

“向前进，向前进”

在十月，在金秋

由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

这支钢铁队伍，多像

茂盛在祖国大地之上的

每一枚红枣和每一株稻菽

用自己全部血肉以及

青山一样的脊梁

又一次敞开担当的胸膛

曾经的窑洞口

昔日的青纱帐

当年的沂蒙红嫂

为让她们将安逸和富庶

尽数安享

从天安门城楼下昂首走过的

每一个身影，都将自己

定格为一堵

能够挡风阻雨的铁壁铜墙

我们在通往胜利的

方阵中阔步

白云，在向天空祝福

浪花，在向大海祝福

青松，在向高山祝福

果实，在向秋天祝福

战士，在向祖国祝福

让热血尽情奔涌于

每一面猎猎军旗所要守护的版图

铁流滚滚呵，绝不回头

江山永固，是所有出发的

唯一向度

“向前进，向前冲”

是口令，也是使命

在人民军队成长的辉煌历程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一宗旨，催生出一茬又一茬

致力于祥和与复兴的铁骨

像雄鹰换羽击风

像凤凰浴火重生

所有硕果一样的英雄

在一座城楼的注视下

纷纷挺身于

奉献和捍卫的枝头

在亿万人民的注视下行进

每一滴汗水的落地

都蕴含着一片蓝天的纯粹

每一次抬腿与提臂

都是将忠诚的徽章

再一次擦拭

每一声口号的发出

都是在为着人民的利益

将誓言的忠贞

又一次提纯

当战鹰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

此时，你完全可以将“雄壮”

解读为“挺进”

向着风高浪险的海洋

向着山高风寒的高原

铁流滚滚，逐日而奔

一条铁流的走向
——1984年国庆阅兵记忆

■赵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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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1985 是个普通的年份。但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年却有着

非凡的意义。在这一年，中国政府郑重

宣 布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3 年 内 裁 减 员 额

100 万。这一令世界瞩目的举动，不但表

明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决心，亦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对

世界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后，军队建设指

导思想发生的重大转变。然而，100 万毕

竟不是个小数字，尤其这 100 万涉及的是

军人。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这是对一个庞

大机体脱胎换骨式的“大手术”。但无论

如何，这“手术”是大势所趋。

一

军队精简整编是锻造精兵、强军制胜

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

进程，也是一部根据形势任务不断调整改

革的历史。正是以变应变，不画地为牢，

我军在战争年代才得以把握瞬息万变的

形势，取得了最终胜利。

1985 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启动经济

建设的巨大引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

主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从战时

状态向和平建设转变，军队就开始了裁减

整编，可每次都被紧张的国内外形势中

断。此后近 10 年，我军进行了 3 次精简整

编，但由于各种原因，部队编制和员额缩

了又胀，再缩再胀。时至 1985 年，纵观中

国军费开支在世界范围内不但很低，而且

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中国

军队数量庞大，400 多万员额，军费中相当

大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直

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发展和战斗力提

升……

真是到了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通篇论证、

贯穿的是兵与将、战与法、阵与势、正与

奇、军与国、数与量的辩证把握及微妙转

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造成的

灾难来看，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

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一个必不可少的条

件。人人都喊裁军，结果却越“裁”越多，

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

“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

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

滑向危险的深潭。

富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国

际国内背景下，用不可替代的眼光与胆

略，坚定地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

要消肿。”

一个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

战略决定就这样形成。

二

然而，400 多万员额减去 100 万，意味

着很多军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

被选择……但正如所有改革都像湍急的

奔流一样，与险滩礁石撞击、裂碎着水花，

却阻止不了前去的滚滚潮流。

经过半年多的设想、酝酿、论证，大规

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已经成形。

方案初步定为：中央军委所属总部机关人

员编制精简近一半；11 个大军区精简合并

成 7 个；全军减少军级以上单位 30 多个。

方案虽已成形。但具体谁去谁留、谁

撤谁并？

11 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明确表

示过，不论撤销哪一个军区，都坚决服从。

大家都试图找出一个最符合实际、最

科学合理的途径。但军事科学以总结经

验为基础、以前瞻谋略为指向；它无法像

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不断地实验，来验证

正确与否。因此，每一种理论、战略，都难

以绝对精确。着眼未来的整编改革亦是

如此。措施正确，事半功倍；错误的决定，

或许将要付出一代或几代人的代价。

临 近 4 月 ，整 编 的 初 步 方 案 逐 渐 明

朗。在这个方案中，拟撤并乌鲁木齐、武

汉、福州、成都 4 大军区。对西南战区来

说，这意味着昆明和成都只能保留一个。

昆明军区地处祖国南疆，如所有从战

争年代打拼出来的英雄部队一样，有着光

辉的历史。经略中原，纵横华北，解放大

西南，可谓身经百战。自 20 世纪 70 年代

末边境作战以来，这里就一直是战略前

方，是攻守一线。就在军队面临重大转

折，人员编制面临重大调整的时候，南疆

的战火依然没有平息。

只 有 战 斗 ，才 能 铸 就 一 支 军 队 的 荣

誉。只有战斗，才能体现一支军队的价

值。保留 11 个大军区里唯一有作战任务

的昆明军区，似乎是十分可信的初步方

案。于是，昆明军区开始自上而下为迎接

成都军区的战友到昆明来工作作准备。

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

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比如，到 6 月 1

日以前，军区机关就有 26 个二级部正、副

部长缺编，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

察长缺编，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

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

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

置。已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

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建好一栋宿舍楼，机

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但党委决定一

律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千里之外的成都军区，每个人都明白

服从的意义。军区党委一班人更意识到，

在这个时候保持机关正常作战指挥和生

活秩序的重要性。

军区党委一班人规定：不许突击提升

干部，不许突击发钱分物，要克服人心涣

散，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军区机关每天坚

持集体出操、点名、严格上下班请销假制

度，军区政委还常常亲自到操场和各办公

楼检查。对于检查到的问题和涌现的好

人好事，在每周的例会上进行讲评。比如

纪检部有位老同志，因为精简整编，提前

退休命令即将下达，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个面临退休的人，依然兢兢业业、

忘我工作……

上下齐心的结果是，营区里营造出一

种非常特殊的氛围。来军区检查工作的

军委领导为此称赞：“你们这里一切如常，

不像要解散的样子！”不久，军委、总部通

报表扬了成都军区“精简劲不减，整编心

不散”的好作风。

三

当时，成都军区干部部的同志对那段

时日的记忆更是深刻而难忘。在千头万

绪的整编工作中，重中之重，不仅是落实

好人的问题。还有，大家一致认为：尽管

我们按照军委部署在逐一落实，与中央保

持一致，但敢于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保持

一致！

成都与昆明之间没有绝对优劣之分，

有的只是对军队长期发展建设的利弊。

成都自古“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

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历来为

军事重地。且随着历史变迁及历史选择，

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是祖国西南门

户及交通大动脉……

比较之下，云南地理位置略显偏远。

特别是云南和西藏之间没有直通航线、没

有光纤线路，陆路交通也不太便利。再说

将战区机关设得太靠近边防，也不是有利

之举。从战略上考虑，合并后军区机关定

在成都应该是更适宜的。

5 月 23 日 ，军 委 扩 大 会 议 在 北 京 召

开。在这军事战略方针大转变、军队建设

大调整的历史时刻，要做出一个对历史负

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定，需要的是理

性、深谋和超前的眼光，需要慎之又慎。于

是，会议召开前，成都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

个人名义、以书信方式，本着科学的分析和

判断，再次向军委作了情况说明……

原定 5 月 31 日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

第二阶段会议，提前到 5 月 26 日。6 月 3

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则集中到会同志

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

研究。

上午会议结束后，时任军委常务副主

席杨尚昆就分别找了昆明、成都两个军区

的司令员、政委谈话。

下午开会，军委委员杨得志宣读军委

对这次整编讨论后的十几条意见。其中

第一条就是，成都、昆明军区合并，机关定

在成都，称“成都军区”……这是一个急转

弯，是 180 度的掉转。“船小好掉头”，但这

条船一点也不小……邓小平同志在会上

说过，“要在大局下面行动”。在军事上，

为 了 战 略 全 局 而 牺 牲 局 部 是 常 有 的 事

情。改革就是要有人来承受和面对这切

肤之痛。

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着。对于亲历者

来说，不仅见证了军事改革的不易与慎

重，更体现出广大官兵坚定听党指挥的忠

诚品格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1985 年 9 月 1 日，新的成都军区开始

办公，正式实施对西南战区的组织指挥。

大 势 所 趋
■纪 莹

很多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对《小白杨》

这首歌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这首作

品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它抒情、温婉、

刚柔相济的音乐风格，就像一股清流温暖

人心。优美的歌声，陪伴着戍边官兵走过

了 30 多年的光辉岁月，生动记录着代代

官兵与哨所旁傲然挺立的小白杨那绵

延不断的深情。

地处新疆塔城的塔斯提哨

所，也因这棵小白杨而闻名遐

迩 ，并 更 名 为“ 小 白 杨 哨

所”。每年都有许多游客

千里迢迢，慕名而来，

只 为 向 长 年 驻 守

在小白杨哨所

的 英 雄 官

兵 致 以

崇高的敬意。

一棵小白杨为何如此动人？它经久

流传的力量源自哪里？

1982 年 春 ，锡 伯 族 战 士 程 富 胜 回 家

乡探亲。当他向家人讲述戍边生活的荣

光和哨所所处的恶劣环境时，母亲又感

动又心疼。程富胜归队时，母亲特意交

给他 10 棵小白杨树苗，语重心长地叮嘱

他：“锡伯族自古就有卫国戍边的光荣传

统，你要像先辈一样，在部队好好干。回

去把这些树苗栽活，让白杨树陪伴你们

守卫好祖国边防……”

战友们看到程富胜千里迢迢背回来

的 树 苗 ，都 满 怀 喜 悦 ，像 照 顾 亲 人 一 样

呵 护 着 这 10 棵 珍 贵 的 树 苗 。 哨 所 周 围

被 沙 砾 覆 盖 ，植 物 无 法 生 存 ，战 士 们 就

从十几公里外背来黑土栽种；哨所没有

水 ，就 到 5 公 里 远 的 地 方 背 水 回 来 浇

树。他们还改变了生活习惯，洗衣服不

用 洗 衣 粉 ，洗 脸 不 用 香 皂 ，把 用 过 的 水

积攒下来浇灌小白杨。两个多月后，10

棵 小 白 杨 ，9 棵 都 枯 死 了 。 只 有 离 哨 所

最近的那棵小白杨顽强地活下来，并奇

迹般地茁壮成长。

那年，军旅作家梁上泉到新疆军区部

队体验生活。在这个哨所，梁上泉被可爱

的战士和小白杨的故事深深感动。一直

想为边防战士写首歌的想法，就这样在梁

上泉心中如泉奔涌：一棵呀小白杨，长在

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微

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罗喂，太阳照得树

叶闪银光……歌词《小白杨》在《解放军歌

曲》上发表后，作曲家士心很快为歌词谱

了曲，两位作者把对战士的一片深情悉心

融进了歌曲《小白杨》的创作中。

《小白杨》思想内涵深刻，旋律纯真感

人。朴实生动的歌词，和着深情优美的旋

律，深深打动着人们。小白杨在狂风中傲

然挺立，在艰苦环境里无惧风雨，正如那

广袤大地上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青春

的战士形象。

1984 年，歌唱家阎维文在春节联欢晚

会上演唱了歌曲《小白杨》。从此，这首歌

家喻户晓，至今传唱不衰。

如 今 ，昔 日 娇 嫩 的 小 白 杨 早 已 长 成

了参天大树。与小白杨一起成长的战士

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棵小白杨从没

有换过防，成为一代代边防官兵的精神

守望。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

文艺创演系副教授）

和小白杨一起守边防
■林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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